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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:1910-2010》内容简介：作为学术重镇的北大中文系，有她独特的“系格”
，有许多令人神往的故事与传奇。她的100年，浓缩了中国学界的一个世纪。要了解晚近学术史、文化
史或教育史，绕不开北大中文系。这部“图史”围绕教学与科研这条线，理清学术倾向、教研模式的
变迁，从一侧面勾勒出人文学科的百年流脉。书的前半部分“史事述要”，包括重要的事件、人物传
略、代表性著述、教学的变革，等等，以专题方式叙说评述，配有300多幅老照片。后半部分“编年叙
录”，以年表方式逐年记载百年来发生在这个教学单位的大事要事，正面负面都有客观的呈现。前后
两部分互文阅读，图文并茂，不时把人带进历史现场，去体味这块学术高地的精神气度，激发对当下
大学教育的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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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系100年纪事(1910～2010)主要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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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上篇：史事述要　　第一章 中文系的组建与五四时期　　第一节　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　　北
京大学中文系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。　　1898年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
第一所具有现代形态的国立大学，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。大学堂创办之初，尚未有分科（本科），
先设预科与师范馆，后另增仕学馆，令进士举人出身者入校学习，类似速成班。课程设置专业性不强
，除了传统经史之学，就是一些西学的课目。一度曾规定上午读经史，下午学习格致、算术、化学、
西文等。当时的要求是“先课以经史义理，使晓然于尊亲之义，名教之防，为儒生立身之本，而后博
之于兵农工商之学，以及格致、测算、语言、文字各门，务使学堂所成就者，皆明体达用，以仰副我
国家振兴人才之至意。”其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仍然带有传统书院的味道。　　1904年初重定《大学
堂章程》，规定大学堂依照科、门来设置课程，实施教学。按照章程，全校设定8个分科（包括经学
、政法、文学、格致、医学、农、工、商等），每一科下边又分若干学门。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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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对全系的概况和流变可做简要了解，但很多东西其实并未深入展开。要在一本书里浓缩百年，又
要处理大量尚存争议或为尊者讳的问题，实在难为温老师。我觉得现代文学教研室今年可以借王瑶先
生百年诞辰之机做一些学科建设方面的专门梳理工作，其实让各个教研室自己分别来写所谓“教统”
，或许效果会更好。
2、老师送的，说是让好好了解一下北大中文系的历史。上有温儒敏的亲笔签名，但具体写的什么话
就完全看不出来了。。。囧
3、运送质量不好
4、北大中文系的历史可以说是半部中国高等教育史，对文学、历史和教育感兴趣的可以看看这本书
。
5、虽然是老爷爷主编的，图片很精美，主题编排也很明确，但是比较赶着百年系庆出版的，不少细
节有错误><还是私心一下给四星
6、中文系學術史。
7、书的质量不错，运送速度也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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